
媒体视点
■

人民日报《高校何必苦苦攀
“先祖”》：校史短，可以凭借踏实办
学把学校办好；校史长，也可能因为
急功近利把“祖荫”挥霍殆尽。 学校
好坏， 并非取决于陈列于博物馆的
校史手册， 它就掌握在当下办学者
手中，你怎么样，高校就怎么样。

(

李拯
)

■

中国青年报《

3

岁双胞胎扫
马路也可以很温暖》：唯愿大家都有
一颗平常心，正常看待这些故事，不
要总是满溢着悲愤，并在抱怨、指责
中释放自己胸中的戾气。 还是应该
相信自己、相信劳动，相信生活的多
样性、丰富性，有悲情，就有温暖，悲
欣交集，方是常态。

(

胡印斌
)

■

新京报《酒类流通协会不能
变成“酒鬼协会”》：如果一个行业协
会实际沦为个别公司的“外联部
门”， 只具有垄断性而不具备代表
性， 很难让人相信其能够维护好行
业利益乃至公共利益。

(

王莹
)

讨薪为何宁纵火不求助
新华社消息： 记者

5

日上午从
广东省汕头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获悉，造成

14

人死亡的汕头“

12

·

4

”

火灾事故的犯罪嫌疑人刘某供认因
劳资纠纷，买了

40

元汽油到该厂放
火后逃跑的犯罪事实。

记者的采访告诉我们， 犯罪嫌
疑人刘某之所以行凶， 是因为他从
出事的这家内衣厂辞职后， 想与老
板结账，但老板不同意，几次讨要都
无果，于是就想到了纵火。

辛辛苦苦赚来的劳动所得被老
板扣着不给， 无疑是件令人愤怒的
事。但无论内心多么难受，都不应该
以纵火焚烧工友这种极端残忍的方
式来报复。因为工友是无辜的，并且
这种做法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所
以， 刘某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最起码
的人性，不可饶恕。

然而， 在痛斥犯罪嫌疑人的同
时，还应该追问：讨薪无果的刘某，

为什么不向有关部门举报和求助
呢？ 是他不知道有帮助讨薪的职能
部门，还是担心即使求助，相关部门
也不会为自己做主？ 抑或是认为通
过职能部门来解决争议太耗时，太
麻烦，等不起？

也许犯罪嫌疑人刘某不一定能
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们， 但当地相
关部门一定要深刻反思， 追问自己
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 看看是自己
对治理欠薪的宣传不到位， 还是相
关人员在受理工人讨薪求助时不够
公正。

但愿， 这样的悲剧在我们所有
人的反思和改进中，永远不再发生。

(

吴应海
)

异地高考，“北上广”还要等多久？

近日， 有非京籍考生家长
称其子女

2013

年高考网上报
名成功， 但北京教育考试院很
快表示， 这并不代表异地考生
已取得高考报名资格， 并强调
报名参加北京

2013

年高考的
考生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 而
在上海， 尽管政府已承诺根据
外来人口“积分制”管理制度，

持《居住证》

A

证人员的子女能
在沪参加中考、高考，但由于积
分体系细则尚未出台， 这一制
度至少仍无望落实。 广东则明
确表示，

2013

年高考报考者必
须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 （据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

在安徽、江西、福建等一些
省市的异地高考“门槛” 纷纷
“放倒”之际，“北上广”这些“焦
点地区” 的异地高考政策却仍
处在“难产”状态，让人在无奈
之余不得不追问： 放开异地高
考，“北上广”到底还要等多久？

诚然， 与已经出台异地高
考政策的省市相比，“北上广”

属特大城市，外来人口集中、资
源承载压力大、政策牵涉面广、

改革成本相对较高， 的确存在
诸多“难言之隐”，指望其对异
地考生一夕之间敞开大门确实
不容易， 对考生具体情况不加
区分“一刀切”式全方位放开也
不现实。 但作为教育公平的“起
点议题”之一，异地高考本质上
已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核
心问题。 特别是在社会公平意
识不断增强的今天， 一味地强
调困难，或是在改革面前推诿、

迟滞，恐怕不仅难以服众，或更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社会公众能够理解， 任何
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任何一项改革也都难免伴随着
阵痛和风险。 但人们需要清楚
地知道， 自身诉求是否能够在
可预见的将来得到满意的回

应？

北京市教委此前表示，异
地高考方案已初步制定完成，

那么最快何时公布？ 对于已经
确定要通过“积分制”解决异地
高考问题的上海，“积分制”的
操作细则何时出台？ 是否有政
策“试行期”“过渡期”？ 外来人
员和随迁子女最快何时能够受
惠？ 广东准备何时就此问题征
求公众意见， 或向公众进行发
布？ 对于社会的关切，相关政府
部门还需及时作出回应。

眼下，

2013

年高考报名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 一些地方甚
至已经接近尾声， 每一个异地
考生家庭都悬着一颗紧张的
心，期盼着、等待着。 在这种时
刻，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
和公众玩“猜谜游戏”，应该尽
快给公众一个交代， 为改革争
取更多的理解和共识。

(

马姝瑞
)

山西太原一“村官”李俊文，

20

年里竟“娶”了
4

个老婆，生育了
10

个
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被选为小店区人大代表，连续三届任村委会主任。

就如信访领导所言，那是他的本事！首先要养得起啊，李俊文的村近
来土地飞涨，李大权在握，看来是养得起的。 有钱还可以摆平很多事，计
生委、信访办、派出所，甚至区人大，最后还在

2010

年时当选为区人大代
表———难道人大代表不是村民选出来的吗？

(

文
/

王学进图
/

朱慧卿
)

@

一语惊人
@

“这饭店没交垃圾费”。

———陕西一城管执法队
因收不到垃圾费，

23

名队员
在饭店门口列队喊此口号。

出处：《华商报》

“廖为明系我国农业
领域高科技应用型人才”。

———江西一大学副校长
酒驾致

2

死
4

伤， 法院二审
改判缓刑，称其是人才。

出处：新华网
“要让我老婆知道我出

事了，才会给我汇钱”。

———河南
80

后网发信
息谎称南航一航班上有炸
弹， 作案动机竟是因手头拮
据向家里求援无效。

出处：《长江日报》

“这是我自己出的题，百
度不到答案，死心吧”。

———福州一大学生网上
求试题答案， 遭出题老师回
复调侃。

出处：《福州晚报》

“就是享受那个偷窃的
过程”。

———南京“高富帅”富家
青年偷来钱物不用扔河里，

称享受过程。

出处：《扬子晚报》

“给你
2

万元，够不够我
进去”。

———上海一司机强入一
别墅小区遭拒， 撞伤保安并
叫嚣。

出处：《新民晚报》

“现在，我只想弄清楚，

我到底犯了啥错误”。

———辽宁八旬老汉为儿
子讨说法

37

次进京上访被
劳教，称不能带罪进棺材。

出处：央视网
“哪儿也甭去，你给我把

钱交出来”。

———沧州六旬农妇被偷
后怒斥持刀窃贼， 吓得其还
钱仓皇逃跑。

出处：《燕赵都市报》

“现在大家素质越来越
高，付的钱几乎不会差”。

———重庆一搬运工摆无
人看管报摊， 称

3

年来几乎
没少过钱。

出处：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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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作风，自上而下最有力

作风关乎人心向背， 关系党和
人民事业成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
日一致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对于保持
良好的党风、 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
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闻之令人
振奋。

作风反映理念，作风连着民心。

可以说， 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群众
观、权力观、政绩观，就会表现出怎
样的工作作风。 把人民置于心中最
高位置，就不会心存高高在上、盛气
凌人的优越，就会放低身段，拉近距
离，甘愿做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始
终不忘手中的权力来自哪里、 为谁
服务，就能克己奉公，不谋私利，自

觉抵制权力的腐蚀；以人民群众根本
利益为施政最高目标，就能拥有求真
务实的平常心态，不急功近利，不急
于求成，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实事，干出经得起时间和人民考验的
政绩。

不可否认，现在条件好了，但讲
究排场、追求享受、喜好奢侈的不良
风气也有所抬头。特别是少数干部作
风浮漂、生活腐化，不仅严重损害了
党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而且往
往就是从坏作风开始，在不知不觉中
走向腐败、走向堕落，给党的事业、人
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只有采取有力
措施下决心改进作风，切实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才能对得
起人民的养育，不负人民重托。

改进作风， 领导干部责无旁贷。

正所谓“上行下效”。一个单位、部门，

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如何， 至关重
要。作为负责人、领头羊，领导干部作
风扎实，不好排场，轻车简从，密切联
系群众， 往往就能形成作风优良的
“小气候”。 反之，“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只会助长不良作风，恶化风清气
正的“小环境”。 这次中央出台的“八
项规定”不仅就加强调查研究、克服
形式主义、改进会风文风、厉行勤俭
节约等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并制定了
检查执行情况的措施， 而且特别强
调，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带头执行

规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央率
先垂范，必将产生一级带动一级的强
大推力，取得改进作风的实效。

必须看到，改进作风，既不会一
蹴而就，也难以一劳永逸，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都要
对照“八项规定”严格自律，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把监督执行本规定作为
改进党风政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
抓，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只有牢记宗
旨，不忘使命，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把事业之根扎在人民的沃
壤，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就能以
良好的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的拥护，夯
实执政之基， 取得令人民满意的政
绩。 （王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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